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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provide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 and basic medical servic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ierarch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num-
ber of patients and consultations of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ressur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increased. Due to various condi-
tions and restrictions, existing problems include incompleteness of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ys-
tem, faultiness of rules,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low awareness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practical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nosocomial in-
fe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mbined the related national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o tak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meas-
ures to improve the nosocomial infection management in basic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to ensure 
medical quality 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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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层医疗机构是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担负着广大城区及农村群众的医疗、预

防和保健任务。我国自实施分级诊疗制度以来，基层医疗机构就诊人次和诊疗业务量显著增加，医院感

染防控压力增大。基层医疗机构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还很不完善，组织体系不健全，

规章制度不完善，医院感染知识欠缺、医务人员医院感染意识淡薄，缺乏有效监管等等，医院感染管理

工作存在很大隐患。本文就我院医院感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家医院感染管理相关规章制度，提出

一些切实可行的加强医院感染管理的办法，提升基层医院医院感染管理水平，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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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是医疗质量与安全的基石，是医院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医院感染会导致医

疗资源浪费，住院时间延长，经济负担加重，甚至导致患者死亡，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1]。
我国自 1986 年开始实施有组织的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取得了显

著进步[2]。特别是近年来各项医院感染管理规章制度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管理者及医务人员

认识到医院感染管理的重要性。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是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2018
年底我国基层医疗机构 943,639 家，基层医疗机构人员数 3,964,744 位，1,583,587 张床位数，诊疗人次数

4,406,319,887 次[3]。基层医疗机构是最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就诊的地点，医院感染管理是医疗服务质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有助于缓解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促进全社会医疗服

务水平的提高。本研究结合笔者所在单位实际情况，分析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对策，为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2. 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医院感染管理组织结构不健全 

医院领导对医院感染管理工作不重视，组织机构不健全。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要求，住院床位大

于 100 张的医疗机构应设置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和独立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住院床位小于 100 张的医

院应指定分管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部门。大多数基层医院都设有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但医院感染管理

部门多挂靠在医务、护理等部门，未配备专门的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表面化，虽然部分基层医院设置了医院感染管理小组，但是岗位职责不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发挥作

用。感染管理三级体系形同虚设，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未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医院在医院感染管理存在的

问题，各项管理制度得不到落实。 

2.2. 医院感染管理制度不完善 

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制度不健全，制度落实不到位。医院感染管理制度未结合国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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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订。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制度内容陈旧，甚至从网上

随意下载，仅流于表面形式，靠操作性差。 

2.3. 硬件设施不到位 

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对医院感染管理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投入经费较少，工作条件难以保证。医院

感染管理设备配置不足，如：洗手设施简陋，配置数量不足，无非手触式水龙头，无速干手消毒剂；消

毒器械不足，高压锅设备陈旧，满足不了消毒灭菌要求；部分基层医疗机构还存在浸泡灭菌现象，存在

严重的感染风险。 

2.4. 重点科室布局不合理 

合理的建筑布局和流程是建设医院感染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保护医务人员的重要措施之一。

大多数基层医疗机构区域划分不合理不合理，三区划分不明确，未能实现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及污染区

独立设置。存在医疗区域与生活区域、门诊区域与病房区域未分开现象，给医院感染埋下了隐患。 

2.5. 医院感染防控意识淡薄 

基层医疗机构人员流动性大，对医院感染知识了解途径有限，领导及工作人员对医院感染防控意识

淡薄，医务人员缺乏医院感染管理基础知识，对控制医院感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4]。部分基层医疗机构

领导只重视医院经营产生的经济效益，认为医院感染管理投入较大而产出较少，工作重点多倾向于医疗

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医院感染控制没有加以重视。大部分医务人员对控制医院感染工作意识模糊，认为

控制医院感染不是医院的工作重点，不加以重视，对医院控制感染预防措施不配合、不理解，加之基层

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硬件设备简陋，使得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受到严重阻碍。 

2.6. 医院感染管理专兼职人员培训不到位 

医院感染管理人员知识缺乏是导致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控制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基层医疗机构

感染管理专职人员获取医院感染知识培训的渠道较少，部分医院医院感染管理专人人员未经培训即上岗，

对医院感染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知晓情况较差，大多数基层医疗机构都没有主动派人外出学习，

医务人员几乎没有参加过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培训，医院感染防控水平有限，无法满足日常诊疗工作需求。

医院感染防控知识迫切需要提高。 

2.7. 抗菌药物使用不合理 

多数基层医疗机构由于自身水平的局限性，人才梯队建设不健全，无法规定抗菌药物分级使用权限，

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形同虚设。在选择抗菌药物的时候随意性较大。未根据患者微生物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频繁使用、更换抗菌药物，滥用抗菌药物，使用广谱抗菌药物，无指征联合用药等造成患者菌群

失调。不规范的使用抗菌药物导致细菌耐药产生或者造成真菌感染，增加了患者医院感染发生风险[5]。 

2.8. 医院废物、废水管理不规范 

医疗废物管理是医院感染管理的重要一环，大多数的医疗机构未实行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多由医院

自行处置。远达不到无害化要求。部分基层医疗机构没有污水处理设备，医院内产生的污水不经处理直

接排放，未开展相关监测，严重污染环境。由于保洁人员文化水平较低，对医疗废物的分类收集、包装、

转运工作落实不到位，医疗废物与生活垃圾混放明显，未设置专门的医疗废物暂存处，转运人员个人防

护不到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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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未开展医院感染监测工作 

开展有机会的医院感染监测工作，有利于了解医院感染的发病率或现患率、感染部位和感染高危因

素；了解医院感染病原体的种类，明确医院感染的原因，以利采取有效预防措施，降低医院感染率。部

分基层医疗机构由于条件限制，未开展医院感染监测工作或仅对部分内容进行了监测，无法了解医院感

染的实际情况。控制医院感染措施难以落实。 

3. 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的改进措施 

3.1. 健全医院感染管理组织与制度 

建立和健全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医院感染三级体系的作用。完善基层医

疗机构各项医院感染管理制度，制定符合基层医疗机构实际情况的医院感染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按照规

章制度落实医院感染控制工作。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预防和控制水平。 

3.2. 强化医院感染管理意识 

基层医疗机构领导及医务人员要提高医院感染意识，明确医院感染管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医院感

染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基层医疗机构应不断强化医务人员对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意

识，把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始终贯穿于医疗活动中，从而提高全体工作人员对医院感染的防范意

识，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保障患者的医疗安全。 

3.3. 加强医院感染管理的监测与督导 

医院感染管理重在督导、检查、落实，整改，这样才能全面提升医院感染管理质量。医院感染管理

科应加强职能管理，明确职责，严格执行医院感染的各项规章制度。将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由被动状态变

为主动状态。加强医院感染监测力度，开展医院感染各项监测工作，掌握医院感染的实际情况。对于无

条件开展各项监测的基层医疗机构可由上级医院协助，指导其开展必要的监测项目。 

3.4. 加强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培训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的业务水平决定其医院感染管理的水平。因此，基层医疗机构应加强对专职

人员的业务水平培训，定期参加各级部门举办的各种形式的医院感染培训，充分发挥专职人员的作用。

通过二次培训将医院感染知识普及到全院医务人员，强化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知识的学习，

把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贯穿在整个诊疗活动中。将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纳入基层医疗机构日常管理工作，

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工作。 

3.5. 加大对医院感染管理的投入 

医院感染管理短期内看仅有投入，没有产出，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短期内看不到成效。但

从常用来看，医院感染控制呐能减轻患者痛苦，提高医疗与护理质量，为医院产生效益[6]。因此，基层

医院机构应加强医院感染管理的投入，完善设施设备，合理搭建医院感染管理平台。引进一些高学历，

高素质的医院感染管理专业技术人才，提高医院感染管理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保障医院感染管理

队伍的稳定性。不能仅考虑眼前效益而忽视对医院感染资金的投入。 

4. 小结 

医院感染管理的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的重要环节，医院感染管理水平体现了医院的管理水平。医院

感染管理从表面上看只有投入没有效益，实际上是小投入大产出。一旦放松监管，将会导致事故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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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出现医院感染暴发事件。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存在较多问题，对此基层医疗机构应加强

认识，加强医院感染管理，未雨绸缪，对照医院感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提升医院感染管

理水平，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发生，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 

5. 展望 

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基层医疗机构应将医院感染管理纳入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充分利用各级医院感染质控中心的作用，

总结和推广医院感染防控实践。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培训教育，提高医院感染专职人员能

力建设。通过有效管理，使基层医疗机构的医院感染管理逐步进入规范化进出，达到国家规范、标准的

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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